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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身边 5个家庭一个月
内收到的快递及处理方式，从环
保角度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给
出 观 点 和 建 议 、写 成 调 查 报
告”。这是广州一所学校给六年
级孩子的暑假作业。

暑假究竟应该怎么过？希望
达到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暑假
与日常上课是否应该有所区别？
明智的家长和学校会在暑假安排

做一些孩子平时没有时间
做的事情，而不是把假

期过成机械刷
题 的“ 第 三

学期”。

体现在假期作业上，就是转向
研究性学习。例如，跟着古诗词用
脚丈量山河湖海，给一种植物拍视
频介绍其特性，列举今年“史上最
热”高温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影
响，图文并茂地展现一座暑期逛过
的博物馆，不依赖中文字幕看一部
英文电影，盘点上半年国内外十大
新闻事件，发现生活中的数学……
看，这些问题对大人也有些“挑战”
呢！这么多且有趣得多的选择，孩
子又怎么会被禁锢在书桌前？

今年 9月新学期，劳动就要
进入校园成为一门课程了。暑
假让孩子提前学做饭洗衣打扫
收纳，成为妥妥的“家务小能
手”，对爸妈不也是福音吗？

中考体育分值提高了，下学
期开始体育课时也增加了。利
用暑假来个集训，让孩子在喜欢
的运动项目“升级打怪”，在小伙
伴们羡慕的眼光中收获自信，一
本万利何乐不为？

假期的安排折射着人生的智
慧。无论是人或事物，你不跟ta玩，
怎么会了解ta、喜欢ta，又怎会爱上
ta？你以为学习就是刷题、背公式、
做实验？那就落伍了。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好的教育应该走到学习动

机的前沿，让学生从思想和灵
魂的深处，发自真心地爱上

知识和学习。珍惜暑
假时光，保护好童年

的暑假，它会成
为孩子一生的

快乐和力
量源泉。

羊城晚报记者在调查和
采访中也收获了不少有建设
性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

“双减”是一场持久战，除了
政府作为，社会的现状和家长
的观念也需要转变。

增加优质学位
平衡区域差异

如 何 更 好 落 实“ 双 减 ”？
陈先哲建议，一是要更好地推
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无论是学区房还是辅导班，都
反映了家长群体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渴望。因此，只有基础
教育得到更均衡发展，才能从
源头上减缓社会焦虑。

陈 先 哲 指 出 ，现 在 的 教
育均衡更多还是在义务教育
阶段，但学生顺延进入的高
中阶段教育的差距还是比较
大。“因此，市域内高中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应当引起决
策部门重视并产生有力的政
策行动。”

据悉，近年来，广州在教
育均衡方面一直不遗余力。
当前，广州全市已成立 86 个
教育集团，市属优质教育集
团实现了 11 个区全覆盖，好
学校办到了家门口，优质教
育资源全辐射。广州市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傅荣指出，过
去，广州教育发展不平衡，市
属 优 质 学 校 主 要 集 中 在 越
秀、荔湾等中心城区，外围城
区 、新城区教育发展较为薄
弱。因此，有必要通过集团
化办学，让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平衡区域间的差异，提升
教育整体水平。

改革考试体系
提倡多元评价

熊丙奇指出，由于中高考
的评价体系还是按学生的考
分排名录取学生，要疏导学生
的培训需求，就必须进一步改
革中高考制度，采取切实措施
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评
价体系。

今年迎来“双减”之后的
第一次中考。记者从全国各
地的中考中发现：各地考生和
家长普遍反映试卷难度减小
了。以广州中考命题为例，6
月 22 日，广州市教育局副局
长陈敏生介绍，广州作为“双
减”国家试点城市，今年的中
考命题以解决问题为考察重
点，题型创新、避免刷题，引
导常规教学更多关注学生听
说、读、写等基本学习能力，
以 此 引 发 课 堂 教 学 提 质 增
效。陈敏生强调：“各科试题
类型和考察方式灵活，用内容
形式创新来负载知识点考察，
着力避开简单刷题训练得高
分的模式。”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
中学杨老师任教初三已十几
年，他认为，虽然普遍认为今
年中考试题很简单，“考生普
遍总分比往年高了 20 多分，但
平均到每一科，也就多了 3-4
分，并不是网上传说的有多么

容 易 ，考
生们要考高
分，除了细心
外 ，还 要 有 非 常
扎实的基础。”

家长观念当变
行行能出状元

记者了解到，不少家长总
是担心孩子中考被分流到中
职，而“自我加压”。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止步于
专科、认可度不高、就业质量不
高，成为职校学生和家长的痛
点。但实际上，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已经
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
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纵向贯通、横向融通职业教育体
系加快构建，中职学生可以通过
参加高考、对口单独招生考试、
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技能拔尖
人才免试等途径升入高等院校
深造。中职教育“有学头、有盼
头、有奔头”，正在吸引越来越多
的学业素养、技能素质兼备的学
生踊跃报考。

家长要缓解焦虑，要从观
念上进行自我转变，承认孩子
的多元智能，这是一个“人人
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
社会，家长要放下对职业教育
的偏见，要相信孩子的成长是
一场“马拉松”，只要找到适
合孩子的发展路径，都能在未
来绽放光彩。

从 2021 年开始，中职三二
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
录取进入广州市中考第一批次
录取，“试水”头一年，就有30多
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完成率达
100%；2022年，招生情况持续向
好，60个专业招生计划完成率均
达100%。《广州市中等职业教育
质量报告（2022）》显示，2020学
年，广州中等职业学校升入高一
级学校的人数为15970人，占毕
业学生比例为56.6%，与2019学
年相比增加了22.9%，升入本科
院校的学生数也在不断增长。

广州市第十八中学毕业生
李依静今年以 591 分、超过普
通高中录取分数线 40 多分的
成绩被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数
控技术应用专业录取。按照中
高衔接三二分段试点安排，入
读该校三年且考试合格后，她
将继续前往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
习两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中职教育部副部长高武义表
示，就读于中高衔接三二分段
试点的学生无论在学习还是其
他方面表现都很优秀，自我认
同度也高，约 65%的学生从中
职部毕业后升入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入读，还有学生通过
高职高考、自主招生或者职业
技能大赛升入高职、本科求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研
究员张平认为，要增强职业教
育的适应性才能满足社会和
地方经济对职业教育的期待，

“我们的专业设置要和地方区
域产业相匹配，要和国家
重大战略相匹配，这样，
职教适应性会更高。”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报
道：近日，广州市各区陆续公布
了 2022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
况 。 记 者 梳 理 各 区 情 况 了 解
到，8 个区实现正增长，3 个区
为负增长。天河、黄埔、越秀、
番禺 GDP 总量分列前四，南沙、
增城、海珠、天河 GDP 同比增速
位居前列。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频发，

特别是进入二季度，广州经济
迎来本土疫情扰动、供应链不
畅等多重考验，经济下行压力
阶段性放大。

面对复杂困难局面，广州
奋 力 统 筹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发展，2022 年上半年，广州
市 GDP 为 13433.8 亿 元 ，同 比
增长 1%。

2022 年上半年广州市各区
经济运行情况如何，交出了一

份怎样的经济发展答卷？记者
梳理各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了解到，从 GDP 总量来看，天
河（2963.43 亿 元）、黄 埔（2034
亿元）、越秀（1746.27 亿元）、番
禺（1199.74 亿元）分列前四。

相 比 于 2022 年 第 一 季 度
GDP总量排名情况，番禺以微弱
优势超越海珠，重返“第二方阵”
领头羊的位置。

从 GDP 增速来看，广州 11

个区中，8个区实现正增长，3个
区为负增长。

其 中 ，南 沙（3.7%）、增 城
（3.5%）、海珠（3.1%）、天河（3%）、
番禺（1.9%）、荔湾（1.9%）、黄埔
（1.1%）GDP同比增速居前，高于
广州市上半年同比增速（1%）。
花都（0.3%）、越秀（-2.8%）、白云
（-3.2%）、从化（-5.7%）低于广州
市上半年同比增速（1%）。

记者梳理发现，GDP 同比
增速居前的各区大多为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较 好 的 区 。 其
中，迎来重大政策利好，被定位
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
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的南
沙交出优异答卷，增速继续领
跑全市。

GDP 同 比 增 速 居 后 的 各
区，上半年大多受本土疫情冲
击较大。其中，二季度以来，白
云受到两轮疫情冲击，上半年
GDP 增速仅为-3.2%。上半年，
从 化 本 地 及 周 边 地 区 出 现 疫
情，全区交通运输、服务业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GDP 同比下
降 5.7%。

8个区实现正增长
南沙增速领跑全市

广州各区
2022年上半年
GDP出炉

别把暑假过成“第三学期”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统筹/林洁
执行统筹/陈晓璇 蒋铮
问卷设计/蒋隽 何宁
问卷整理/陈海云
采写/何宁 陈亮 崔文灿

“双减”一周年深调查：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效果立竿见影
减轻家长教育焦虑，仍然任重道远

不知不觉，“双减”政策落地已一周年。近日，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启动“双减”一周年深调查，邀请
“双减”覆盖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及老师参与填写调查
问卷。截至8月3日 12时，共有主要来自广州的1066位家
长和207位老师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羊城晚报记者还就调
查结果采访了学生、家长、学校老师和专家，请大家共同为
“双减”效果“把脉诊断”，给出真知灼见，一起为教育改革提
出更多可行性方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问卷告诉你——
作业量大幅减少

“双减”减哪些？
根据“双减”政策要求，

需要减负的目标包括：校内
作业、校外培训、家长的教育
支出、家长培育孩子过程中
付出的过多精力。

一年来，“减”成了吗？
问卷数据显示：“减”的

成效显著。
86%的老师承认所教的科

目布置的作业量减少。59.2%
的家长表示自家孩子没有参
加课外补习，较之“双减”前，
课外补习费用大大削减。

主管部门：
课外培训有效遏制

“双减”后，教育部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司应运而生，
该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年
以来，校外培训乱象得到有
效遏制，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人
均收费较“双减”政策出台之
前平均下降四成以上。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教授陈先哲指出，“双
减”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有效缓解了
社会教育焦虑情绪。“双减”
政策实施一周年，对治理校
外培训机构确实起到了立竿
见影的效果，大批学科类校
外辅导机构关门，依旧在经
营的培训机构也普遍守法经
营，不敢再明目张胆“贩卖焦
虑”，并且执行政府指导价体
现公益性，学生参加校外辅
导的频次和家庭教育支出的
费用因此大幅减少了。

以广州为例，“双减”以
来，相关部门严格办理学科类
培训机构的审批、变更及撤
销，依法依规平稳推进义务教
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
退出，全市压减率达98.7%，从
业人员、培训课时、参培人数
和预收费四个指标减少比例
均超过98%，并通过“回头看”
检验和巩固压减成果。在开
展常态化校外培训监管的基
础上，建立市、区两级定期联
合执法机制。

“双减”以来，广州市、区
两级累计联合执法检查 416
次、暗访1012次、常态化日常
巡查2484次、检查机构3.7万
家次、发出整改通知书 519
份、查处隐形变异问题63起、
关停取缔无证机构404家、通
报违规问题126起，规范了校
外培训市场秩序，净化了校
外培训治理环境。

问卷告诉你——
家长认为自己要

更努力
家长“安灵儿”给羊城晚

报留言称，“双减”一年来，孩
子的作业明显减少了，该写
的 和 该 练 的 在 学 校 都 完 成
了，“回到家不用家长操心
了，孩子回到家有时间可以
注重薄弱项专项训练，还可
以多阅读。有了更多时间钻
研自己的兴趣爱好。”二年级
家长王女士也表示，“双减”
后，孩子的同学基本都不参
加课外辅导了，节假日，家长
更多带孩子去户外拓展，“我
觉得既锻炼了孩子的身体，
又增进了亲子感情，焦虑情
绪确实缓解不少。”

不过，觉得自己负担减
轻、辅导孩子学习少了、轻松
了的家长，仅占 12.3%。被调
查的 57.5%的家长表示，“双
减”过后，自己要花更多精力

关 注 孩 子 的 学 习 和 成 长 。
57.7% 的 家 长 认 为 ，“ 双 减 ”
后，学生和家长要更努力才
可能有更好的升学机会。

学者：
升学压力是“自

发焦虑”在作祟
陈先哲认为，教育焦虑是

否能通过“双减”来缓解？应
该理性看待。如果把社会教
育焦虑的来源进行分类的话，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源性
的，主要代表就是校外培训机
构有意无意“贩卖焦虑”，另外
不少学校也被机构带节奏，产
生了一种“伴生焦虑”；另一种
是内源性的，主要代表就是家
长群体教育参与过度所带来
的“自发焦虑”。

一方面，通过“双减”，外
源性的“伴生焦虑”减少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家长对升学
压力仍旧很焦虑，这是“自发
焦虑”在作祟。“在‘双减’政策

出台前，如果问一位城市里的
中小学生家长‘你最焦虑的是
什么’？其回答往往是：‘别人
家的孩子基本都在上课外辅
导班，我的孩子不能不上啊，
可是一上辅导班，这鸡娃的程
度更加激烈了，反而更加焦虑
了。’同样的问题放在今天问，
其回答可能是‘现在课外辅导
班很多都取消了，学校也不怎
么考试了，可中考高考还是要
考啊，而且别人都在偷跑怎么
办？’。”自发焦虑如何排解？
一方面有待家长自我调适，一
方面也需要更多配套措施的
优化，以解家长后顾之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指
出，“双减”也要求家长花更多
时间陪伴孩子，关心孩子的兴
趣培养与身心健康成长。但
是，不少双职工家庭并没有那
么多时间，而且，由于非义务
教育阶段的中高考的评价体
系还是按学生的考分排名录
取学生，因此，家长难免焦虑。

问卷告诉你——
老师备课时间增多

“双减”要求学校教育发
挥主阵地作用，课堂教学要
创新，课后服务要全覆盖。
而推进课后全覆盖，也就不
可避免地带来教师在校时间
延长、负担增加的问题。

此 次 对 老 师 的 调 查 显
示，81.2%的老师感受到工作
压力增大了，63.2%的老师在
备课时间上明显增多。对于

课后托管，75.8%的老师希望
学校引入第三方机构，让老
师少干一些，69.1%的老师希
望能够增加相关补贴。

校方：教改的良好契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面对挑战，学校们普遍正面
积极应对。越秀区某小学三
年级陈老师说：“‘双减’之
前，我们就一直在探索如何

‘提质增效’，‘双减’是非常
好的改革契机，提升老师的

业务能力，也是老师不断提
升自己的硬性要求。”

老师们普遍坦言，工作
压力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课
后，希望学校能够更科学地
安排好课后托管服务。熊
丙奇认为，课后服务如果全
压到老师头上，可能会影响
到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投入，
难以实现学校教育提质增
效。有效的办法是加强对
课后服务的经费保障，引入
第三方机构向学生提供课
后服务。

问卷告诉你——
校内课后托管减

轻家庭经济负担
在“减少家长培育孩子过

程中付出的过多精力”方面，
学校通过开展课后托管，有效
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
的问题。调查显示，有 75.8%
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学校课
后托管；58.5%的家长表示，相
比校外培训，课后托管的家庭
经济负担较轻。

广州：
学校课后托管服

务不断升级
广州作为“双减”首批试

点城市，在校内托管方面做
到了汇聚各方校外资源，助
力 校 内 课 后 服 务“ 提 级 ”。
首先，健全非学科类培训机
构规范引入机制，印发《非
学 科 类 机 构 规 范 入 校 提 供
课后服务》等政策文件，明
确 由 区 教 育 局 负 责 遴 选 资
质齐全、质量高、信誉度好
的 第 三 方 非 学 科 类 机 构 提
供课后服务，区层面建立机
构白名单制度，区、校两级
建 立 第 三 方 社 会 机 构 评 估
退出机制，学校有针对性地
引 入 资 源 。 如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东 山 培 正 小 学 与 机 构 合
作开设体育、非遗、红色教

育类等 31 门素质拓展课程；
荔 湾 区 西 关 培 正 小 学 整 合
周边粤剧、南狮、武术、打铜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
设 多 门 特 色 托 管 课 程 。 截
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市参与
校 内 课 后 服 务 的 非 学 科 类
机构 348 家，引入非学科类
机 构 参 与 课 后 服 务 的 学 校
达 982 所（占比 75%）。

此外，广州在课外非学
科服务中，还引导青少年宫
成为重要补充力量。市、区
两级青少年宫积极主动参与
学校课后服务。如白云区少
年宫与学校合作开设的学校
少年宫教学点由“双减”前的
2 个扩增至 19 个，涵盖“优质
和薄弱、城区和农村、公办和
民办”等学校，提供学位由
7459 个增加至 39102 个；荔
湾区青少年宫与 17 所中小
学校合作开展课后素质教育
课程，每月服务学生达 2 万
人次；黄埔区青少年宫与 15
所中小学校合作，开设课程
多达 430 门。

熊丙奇强调，持续推进
“双减”，必须构建课后服务
的长效机制，“‘双减’一年
来，最突出的成效是校外学
科类培训大幅减少，把节假
日、寒暑假、双休日交还给
了学生，学生有更多的自主
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参加
美育、体育、劳育的时间有
所增加。”

关键词 焦
虑家长仍存在升学焦虑

关键词 教
学超八成老师感到责任更重

关键词 托
管超七成家长选择课后托管

如何夯实“双减”
他们这样建言

声音


